
最新读水浒读后感(优秀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
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读水浒读后感篇一

昨天和父亲聊起水浒，宋江是山东郓城县人，和我父亲是同
县老乡。

而在我的印象里，老家就是郓城，老家的扑克牌上，画的都
是水浒好汉。

小时候回老家郓城，要经过梁山，梁上的路上有一个牌坊，
上面写着，过了梁山门，就是梁山人。

水泊梁山打出这样的标语，颇有当年梁山好汉的风范，山东
人是好客的。

有了《水浒传》，山东人就背上了多出响马的名声，其实山
东父老是最忠厚耿直的，情义为重倒是不假。

也看到一些今人，抱着一颗阴谋论的眼光去水浒，在我看来，
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辜负了山东人的感情。

我与父亲所最为敬仰的，亦不是好汉们高强的武艺，通天的
本领，而是宋江那样朋友遍天下的畅快淋漓。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让一个人怕你很容易，
让一个人敬重你很难。德高望重、涵才而不自居，则更难。

宋江没有高强的武艺，健硕的身材，不靠三尺剑，一样行走



江湖。

今天一个诗友和我说话，提起她的男朋友，她说：人的精力
毕竟有限，我没有男朋友的时候时间是空的，随叫能随到，
有男朋友我一半时间是他的了。

我则笑着说：看来不谈恋爱亦是好的，少遇到一个人，多遇
到很多人。

趁青春尚好，一人自由，多结交益友，与人为善，一样不至
于误了年华。

意思是，好朋友就像好酒，越陈越香。愿友谊地久天长。

读水浒读后感篇二

最近我阅读了《水浒传》这本书，饱览了中国古代各位梁山
好汉如何相遇，如何结拜的`全过程。我敬佩他们的为人;敬
佩他们的武功;敬佩他们的英雄气概。《水浒传》令我受益匪
浅，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感想很多，体会
很深。

《水浒传》中令我难忘的一段是妇孺皆知的“武松打虎”。
武松年轻力壮，机智勇敢。当他听说景阳冈时常有老虎出没，
隔三差五有人被老虎吃掉。一天晚上，他喝了十碗酒壮胆，
然后径直上山。那只凶猛的老虎听到了动静，以为又来了一
个猎物，猛地朝武松扑去。说时迟，那时快，武松挣开了老
虎的血盆大口，打得老虎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老百姓十分感
激这位盖世英雄。

我十分同情这些好汉的遭遇，我真不明白这世上为什么会有
好坏人之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果多一些这样的“梁山
好汉”，我们的生活将更加安宁，世界将更加美好!



我喜欢《水浒传》;我喜欢“一百零八将”;我喜欢《水浒传》
中所有的故事。

读水浒读后感篇三

《水浒传》的第三回，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那就是“鲁
智深拳打镇关西”。

这个故事之所以让我感受至深，是因为身为军官的鲁提辖，
为了一个遭受恶霸豪强欺压的弱女子，而敢于路见不平出手
相助，最后因失手三拳打死恶霸镇关西而被迫出家做了和尚，
让我不禁对鲁智深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故事描绘的是，渭州经略府提辖鲁达和史进、李忠在一家酒
馆喝酒时，闻听了金翠莲父女遭受当地恶霸镇关西欺压的种
种不幸遭遇，甚感不平，就出手相助。不曽想在教训镇关西
这个恶霸时，一方面是基于义愤，另一方面是防卫过当，竟
然三拳就把镇关西给打死了。按照封建社会杀人偿命的法律
制度，鲁达因此遭到了官府的通缉，最后被迫出家做了和尚，
并因此改名为鲁智深。

鲁智深本来有一个不错的工作，有一份现在看来是旱涝保收
的工资收入，却因为一对素不相识贫困父女而失去了这一切，
不得不令人感到敬佩。尽管鲁智深的这种助人行为有些冲动，
但是他这种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小说中的鲁智深，面对金翠莲父女惨遭恶霸镇关西盘剥欺压，
毫不犹豫、不计后果地出手相助，面对手拿剔骨尖刀、穷凶
极恶的镇关西毫无惧色。既生动地描绘了鲁智深善恶分明的
个性，更显出了鲁智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我们要学习鲁智深的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精神，但也要学会
注意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与恶人斗勇时还要学会斗智。学
会运用法律的武器、运用智慧将坏人绳之以法，千万不能因
为帮助别人而让自己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甚至触犯法律。



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终于被我啃完了，啃出了替天行道
的举动，啃出了以忠义为主的理念。。

《水浒传》是施庵耐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北宋农民大起义
而写成的一部伟大的小说，书中的人物性格各不相同，有仗
义疏财的宋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鲁智深，有足智多
谋的吴用，还有胆大如虎的武松等等，他们组成了梁山泊的
一百零八条好汉。当然还有为非作歹的高俅，有诡计多端的
蔡京和昏庸无比的皇帝，他们成了朝廷的奸臣、昏君。《水
浒传》时而让我唉声叹气，时而让我眉开眼笑，时而让我热
血沸腾，时而让我伤痛欲绝。心中的感情此起彼伏，文中的
故事引人入胜。

《水浒传》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的李逵，
他虽然有些野，动不动就发火，但是他还是非常忠诚，非常
讲义气，还非常的孝顺。记得有一次，李逵要把家里的瞎眼
老母接到梁山享福，途经小树林时，李逵让老母亲在林子里
休息，自己去为老母亲找水喝，可是，等他找水回来，哪里
还能看到老母亲的身影啊，老母亲早已被树林中的老虎吃得
一点不剩，只留下了一点的衣物，李逵一气之下，拿起两把
斧子，使足劲，直往老虎身上砍，一连把四只老虎都给砍死，
才解了他心头之恨。

李逵的举动体现了一个“孝”字，孝顺是我国的传统美德，
孔子也曾说过一个人应当“入则孝，出则悌。”回头想想自
己，我有没有做到“孝”？整天让父母为自己操心，有时为
了得到心爱的玩具，还和父母闹得天翻地覆，是多么的幼稚，
多么的可笑，想想都觉得惭愧。看了这个故事后，我决定以
后改掉任性的毛病，尽可能地为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事，让父母也能有时间休息休息、看看书、读读报，我相信，
这样一定会博得父母会心的一笑。



读水浒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们学了《滴水穿石的启示》这篇课文，这篇课文给
予我的启示是：目标专一而不三心二意，持之以恒而不半途
而废，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美好理想。

《水浒传》时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成书于元末明初，
是一部描写和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它以发生在北宋末
年的宋江起义为题材，生动地叙述了起义的发生、发展和结
局，塑造了一系列农民起义英雄形象，直接鼓舞了封建社会
人民大众对统治者阶级的反抗斗争。它运用纯粹的白话，达
到了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艺术效果，确立了白话文体在小
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对后代
文学具有深远影响。

这许许多多的好汉聚集在梁山上，打着替天还道的黄巾旗，
理应胜利，可是后来却走向了失败，这是为什么了吗，那就
是宋江的过错了。

宋江在一开始水浒传中写的就是好汉们的榜样，一说到及时
雨宋江，便能联想到黑面小三蓝，他散尽家财，接济他人的
实际，为人身份中医和孝顺。他的老父亲宋太公叫宋江不要
落草梁山泊，宋江因为小幅，于是停了，课后老被留置债搜
哦比，才上梁山，后聚集一百单八将，可是宋江一味的要招
安，最终是梁山好汉一个个的死去，虽不能讲责任全部推给
宋江，可是宋江太愚昧了，当时朝廷奸臣当道，皇帝被奸臣
蒙蔽了双眼，人有奸臣左右，而宋江、卢俊义等人一味重案
追究功名利禄忽略了奸臣当道的情况，走向失败。

然则为何要接受招安？我认为，这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所造
成的。当时社会宣扬“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宋江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宋江一直
称北宋的皇帝为“圣上”，可见在封建观念中的“天子”在
他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俅到来他亲自下山迎接并在



谈判中保护其不被梁山好汉追杀，以致气死林冲。他一直认
为走与统治者的合作才是“正道”他鄙视自己和兄弟们“落
草为寇”。最终为维护“兄弟们的名声”将苦心经营的水泊
梁山交给朝廷，这便是他招安的源头之由，这也预示着起义
的不战而败。

读水浒读后感篇五

捧着《水浒》感触颇多，因为早已过了那个左手倒影，右手
年华的岁月，现在，我已不再年轻。轻轻摩挲着那本曾经陪
伴了走过不知多少个寒暑假的小说封面，早年的种种全都涌
上心头，再读《水浒》，致我即将逝去的青春。

致青春之一。宋江，人称“及时雨”，刀笔纯熟，一介将才。
初读《水浒》对宋江为人处事很反感厌恶，觉得他婆婆妈妈
向来行事总要说上一句贤弟且慢，浑不像那帮兄弟个个畅快
淋漓，说干就干，豪气干云，事情每每一到宋江的手里，就
会变得以另外一种形式开展，经常期盼着有什么事儿，能不
经过宋江，怀念那个晁盖。可此番再读，发觉其实宋江才是
一百零八单将的主心骨，没有了他，这一百零八人就是一盘
散沙，人再多，众人拾柴，没有点火的，也燃不起来。宋江
在的时候，梁山真正达到了顶峰，其中两次败童贯，三次赢
高俅以及天下八方节度使，让朝廷侧目，让黎民钦拜，让梁
山扬名天下。然而梁山成也宋江，败也宋江，从聚义到反抗
到招安到被陷害，宋江一路坎坷，有过高潮有过低谷，大起
大落，宋江念着的终究是对朝廷的忠义，他上梁山，被逼反
抗，大败朝廷官军，都是为了让朝廷‘认’梁山。他认为朝
廷虽腐败，但是自己的朝廷，只要让那几个奸佞之臣改正，
朝廷依旧是可以长治久安的，所以要归顺，维持大宋的统一，
然而宋朝的腐败岂是那几个奸佞造成的，是根深蒂固的腐朽，
是顽疾，纵使宋江归顺，反宋的星星之火，依旧可以燎原。
致青春之二。卢俊义，人称玉麒麟，梁山一百零八将之首，
一身的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双，一杆长枪举世无敌。纵观卢
俊义的一生，郁郁不得志，卢俊义出身北京大名府，官拜员



外，名震河北，在当时大宋朝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却得不到重
用，反倒落个落草为寇的境地，这种反差，让卢俊义难以接
受，怎奈生不逢时，大丈夫空有一腔本领，却不能为国尽忠，
奸臣当道令他远大抱负不能成为现实，而在梁山，这才有了
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活捉史文恭，活捉酆美，大败耶律四将
击杀厉天闰等等，都把卢俊义的武艺高强表现的酣畅淋漓，
让人直呼痛快。然而生于宋朝末期，内忧外患，即使招安，
英雄的下场也不得善始善终，而是遭小人陷害，落水而亡。
致青春之三，林冲。头一次听到林冲，是看得一个电影《林
教头风雪山神庙》，头戴一个皮帽，斜斜背着一杆枪，枪上
挑着一个酒葫芦。后来得知林冲绰号豹子头，一杆大枪使得
出神入化。林冲本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然而因为宋朝政治腐
败，奸臣当道上至天子下到群臣都是腐化不堪，不务正业，
生活在个腥风血雨的时代，林冲的存在无可避免的成为官场
腐败的牺牲品。从得罪高衙内开始，林冲的命运就出现了转
折，和高衙内的矛盾一步步的激化，林冲的命运一步步地迎
来新的转折，杀妻，陷害，让林冲忍无可忍，被逼上梁山，
然而林冲的目的只有一个，杀尽贼寇，还大宋清朗河山，然
而水生火热的大宋朝，又岂能是单单一个林冲能够挽救的了
的。

重读《水浒》，记忆的已经不再是那些刀剑相交的战争场面，
有的只是英雄不得志的惆怅，时代的潮水把那些已作古的英
雄们淹没，留下的只有一个个为人称道的传说。合上这本书，
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到自己的十八岁，然而在梦
中，却总能听到那“大河向东流”的歌曲，提醒着我，它们
从未曾远去，借用赵薇电影中的一句话，致，我终将逝去的
青春。

读水浒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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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这本书主要讲了一百单八将为人民除害的故事。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鲁智深醉酒闹五台、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林教头雪夜上梁山、
青面兽教场显威风、吴学究智取深生辰纲、宋公明私放晁天
王、景阳岗武松打猛虎……这些都是一百单八将所经历的磨
难。一百单八将主要分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其中我
喜欢呼保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
小旋风柴进、太尉宝戴宗、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双鞭呼
延灼和小李广花荣。因为这些人都是在一百单八将中缺一不
可，宋江为人重义气吴用为晁盖、宋江出谋划策；公孙胜善
用法术；戴宗一日可行百里，专门去办时间紧破的事情；剩
下的卢俊义、柴进、关胜、林冲、呼延灼和花荣武艺高强。
我最喜欢的是花荣，因为花荣的箭术非常好，其中一次对晁
盖说他能射中一排大燕中第九只大燕的头部，果然一分不差
的射中，可见他的箭术无人能敌。

水浒中本应该有一百单九将，可惜的是晁盖在和史文恭一次
对战中被史文恭用毒箭正中眉心，临死前对宋江说：“谁若
将杀我的人捉到无论是谁，谁就是第一把金交椅。”

最后一百单八将一大部分在征讨中死去，后来宋江、李逵被
奸人毒死。一百单八将所剩无几了。

文档为doc格式

读水浒读后感篇七

通过杜兴，杨雄与石秀才知道,这独龙冈是由三个村子相连,
中间是祝家庄,东边是李家庄,西边是扈家庄,这三个村子为抵
御不测,防止梁山冒犯,结成了生死同盟。

现今的杜兴,正是这独龙冈李家的大总管,他想借这三家是生



死同盟关系,与祝家要回时迁。

李家庄主人“扑天雕”李应,应杜兴的要求,便修书一封,派个
副总管去祝家赎回时迁,祝老爷同意,可祝家三兄弟不同意。
李应见此不成,又给祝家修书一封,派杜兴去,杜兴被祝家骂了
回来。失了面子的李应,全身披挂,亲自去祝家要人,同祝家三
公子祝彪打了起来,不幸中了祝彪的暗箭,伤了臂膀,是杨雄、
石秀、杜兴救回李应。

李家与祝家这场冲突,都错也都没有错,李庄是义字当头,却忘
了三家结盟的旨宗。祝家以抵御梁山强盗为由,不放时迁,同
李家闹翻了,坏了同盟关系,这是个不明智之举,为自己的失败
埋下了祸根。

李应为赎救时迁,两修书信,亲自上门索要,落得伤了臂膀,算
是尽心了。此事可见李应是个重江湖意气的好汉，这一点后
来被宋江利用。李应给了杨雄和石秀一些金银，便闭门谢客
了。

杨雄、石秀上了梁山。晁盖与宋江面对杨雄、石秀、时迁在
祝家庄的遭遇，产生了分歧，晁盖认为他们的行为辱没了梁
山，要杀了杨雄、石秀，然后荡平祝家庄，以壮梁山之威，
而宋江认为，此事是因时迁而起，不关杨雄、石秀什么事。
祝家本来就以梁山为敌，应将计就计拿下祝家，若胜不但能
壮军威还能收获几年的粮食。宋江说：“小可不才，亲领一
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若不洗荡得那
个村坊，誓不还山！一是山寨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
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
山入伙。”宋江的主张得到吴用、戴宗及众好汉的支持。

宋江又胜了晁盖一着。宋江完全可以同晁盖私下里商量好，
再做决断，或开个常委会再定夺，可宋江总是挑战晁盖的脸
面和权威，而每每得逞。这是宋江有意为之。



宋江领二队人马，二十多位好汉，六千士兵，几百匹军马来
打祝家庄。这就是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宋江一打祝家庄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是，自己在明处，
人家在暗处，没有知彼便冒进，结果损兵折将，杨林、黄信
被俘。好在石秀探得了真实情报，才避免了更大的失败。

石秀与杨林同去刺探情报，石秀就棋高一着。所以说石秀是
个极心细的。说时迁是小偷，杨林也是个小偷。如何见得，
看钟离老人说：“有人认得他，从来是贼，叫做锦豹子杨林。
”

梁山有几位以小偷为业的?除了时迁、杨林还有谁?

《水浒传》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
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它以杰出
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
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是“xx”.

《水浒传》是部庞大、复杂的小说，它生动地描写、反映出
了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壮大直至起义失败的整个过程。它
明确地描写出了当时起义的社会根源和原由，并成功塑造出
了那些栩栩如生的起义英雄的形象，且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
道路展开了起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
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
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结果被逼上山落草.勇猛地向
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们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读水浒读后感篇八

水浒传中有108位好汉，而我却独宠“花和尚”鲁智深。他为
人仗义，重情重义，他虽然没有“智多星”无用的才智过人，



但也不只像“黑旋风”李逵那样的头脑简单。

鲁智深最经典的事迹莫过于拳打镇关西了，他为了救金家父
女，决定惩治屠夫，但在打死郑屠夫之前却好好戏弄了他一
番。先是让他切十斤都是瘦的，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再
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瘦的在上面……终于郑屠夫忍不
住了，拿了把剔骨刀跳了下来。这说明鲁智深之所以没有从
一开始就动手是有原因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见是郑屠夫先
动的手，可见鲁智深的'心思有多么缜密。后来他不小心三拳
打死了镇屠夫，这既说明了他的神力无比，也说明他的粗心
大意，心里慌了神，但他却沉住气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
下：“这厮诈死，洒家和你慢慢再会。”说完就溜之大吉了，
由此也可见鲁智深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这事要是换了武松、
林冲，一定会自己跑去官府自首。不仅如此，在救金家父女
时，她知道自己打郑屠夫的结果都会牵连到他们，于是先让
他们安全离开，为了怕店小二追赶，鲁智深甚至在屋内坐了
两个时辰，他可是因店小二不放金家妇女走，。而将店小二
一拳打吐血，如此急躁的他却能忍受住四个小时的一动不动，
他如此强大的责任心实在令我佩服。

遇强则打，遇弱则扶，这位糙大汉深深吸引了我。

读水浒读后感篇九

读三国演义，我可以领略到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风采；读西游
记，我们可以学到孙悟空的嫉恶如仇；读红楼梦，我们可以
体会到封建社会的必然性，但我最喜欢读水浒传，这本书使
我们可以感到什么事义盖云天......

盼望已久的假期终于拉开了帷幕，我望着堆积如山的作业，
以及上不完的课，脑袋想要炸开一样，心情也随之烦躁起来，
但是伴着爸爸给我买的水浒传，随着阅读的进度我深深陶醉
其中，直到手不释卷，这本书讲的是：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
他们劫富济贫、惩恶除奸，帮助穷苦的'百姓，其中最令我佩



服的是“及时雨宋公明”宋江他大气宽容，仿佛能容纳下世
间一切，其中最令我入迷的是武松打虎，起因是：知县告诉
他有一只猛虎连害了二三十条人命，武松想去会会那只猛虎，
边走边想，忽然，他看见了那只猛虎，他和猛虎斗了两三个
回合，武松骑上虎，起初那虎还挣扎，到了最后硬是把虎给
打死了，之后，还用棍子打了二三百下。我的假期伴随着这
本书，变得丰富多彩，变得有滋有味，让书香传递每一位同
学吧！

读水浒读后感篇十

假期同孩子一起阅读了水浒传，《水浒传》是我国的四大名
著之一，相信许多人都看过的。《水浒传》中主要讲述了以
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到朝廷
招安，再打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到奸人谋害的'故事。

阅读过程中，有许多令人敬佩的人物如晁盖，及时雨宋公明，
行者武松，还有智多星吴用等，108人都是令人敬佩的忠义之
人，令人敬佩，但是从中也看到了一些不足。

1、看完水浒我觉得，哥们义气要不得，如同宋江作为县城的
执法官员（郓城县押司）闻听上级机关来捉捕晁盖等人，第
一时想的是“晁盖是我心腹兄弟，如今他犯了弥天大罪，我
不去救他，捕将去，性命便休了！”于是便借口有其它公务，
飞奔报信，这是严重的兄弟义气，干扰国家法度，是严重的
犯罪行为，还有小李广花荣，本是朝廷命官，为了宋江被捉，
便带领兵卒，招了主官的反，由此一步步走上了背叛朝廷的
道路。

2、别人财务莫伸手。俗话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不论家贫
家富，生活总要靠辛苦奋斗，得来的才是甘甜的，若为了一
时私欲，贪恋他人财物，必然对自己的一生有不好的影响，
也会给朋友带来不良影响，犹如时迁，本要投奔梁山，路过
祝家庄，因无肉吃，便“去灶上捉出一只老大公鸡来。”结



果吃了鸡，人被捉，引发了梁山三打祝家庄。真是害人害己。


